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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氏春秋
□罗伟章

她肯定是在我上学期间去跟我母亲
吵的吧？于是我开始逃学。当时我还没
跟那个最好的朋友断交，我让他帮我请
假。

逃了三天学，冉大娘也没去过。
不能再逃下去了。
当我又出现在老师面前，老师问我：

李壮，杨小春说你请一天假，为啥三天才
来？我说，老师，我病了。此话一出，我
突然觉得自己高贵起来，比老师还高
贵。我把自己当成二姑了。二姑的日子
可比老师好过得多，二姑能半个月就吃
顿肉，把自己吃得胖胖的，给人浮肿的、
生病的印象，我老师吃的，跟我们吃的差
不多，大多是照得见鼻子眼睛的菜稀饭。

事实上，冉大娘到我母亲坟前，就去
了那一次。以前的脚印，很可能真是我
父亲和哥哥留下的。冉大娘去过一次，
就不再去了。她叫冉从邮啊，叫冉从邮
自然比叫冉从油聪明。冉大娘是何等聪
明的人，她深知，活人跟死人吵架，败下
阵来的永远是活人。

可是怎么办呢，这一年的冬天，又是
漫天大雪，又是遍野冰层，坡脊岗岭，除
不得不上学的孩子和出来寻屎吃的狗，
几乎见不到一个活物。当然野物东西是

有的，比如乌鸦和狐狸，但既然叫野物东
西，它们的家本就在野外。对冉大娘而
言，现实是如此残酷。屈服是容易的，就
是跟其他妇人一样，把掉的纽扣缝上，把
断的袖子接上，把裤子的膝盖和屁股打
上补疤。这都是些简单活，乡里每个妇
人都会做，但要做好——做得像苟兴菊
那么好，却不容易。苟兴菊，也是我写在
字条上的七个人中的一员，她比我母亲
要小，比冉大娘更小，我母亲死的时候，
她不过三十来岁。苟兴菊打在屁股上的
补疤，像十六的月亮那么圆，即使只有半
边屁股汤了、烂了，为了好看，她把另半
边屁股也缝上疤，她在前面走，那两个月
亮便跟着荡漾。不止是她，她全家人的
屁股上，都带着两个月亮，包括她的公公
梁海财。梁海财，那七个人中位居第二，
他就是苟兴菊的公公。梁海财穿着儿媳
为他缝补的裤子，很骄傲地在村里三层
院落间走动，分明跟人面对面说话，为让
人看到他屁股上的月亮，故意把烟袋扔
在身后，再转过身去捡。人家看见了，就
说：兴菊这手针脚！这夸奖要说是应付
梁海财，也没说错，但应付的是梁海财，
并不是苟兴菊。夸苟兴菊是真心实意
的。但在我看来，并不是苟兴菊当真比
别的妇人心灵手巧，而是她有把女工往
漂亮处做的愿望。大多数妇人没有那个
愿望。冉大娘更是不屑。冉大娘的志向
不在于此。她最见不惯的，正是妇人们
在清寒的雪天里，面前摆个筛子，筛子里
装着剪刀、顶针、针线和破布条，迎着雪
光，低了头，一声不吭地查来查去，剪来
剪去，缝来缝去，半天混过去了，整天混
过去，十天混过去了，一个月混过去了，
一个冬天混过去了。她们都不来跟冉大
娘吵架！

唉，要是桂氏还活着该有多好。
但桂氏死了，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冉大娘决定自我拯救。(七）

午睡起来不见了父亲，以为
父亲像平常一样出去溜达溜达，
也就没在意他的去向，没想到一
会儿父亲竟拿着球拍回来了。
我很吃惊，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小
区，在妹妹家小住几天的父亲能
在哪打乒乓球？见我一脸的惊
讶与困惑，父亲得意地告诉我，
他在小区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
个乒乓球活动室，竟托人从老家
拿来了他心爱的球拍，今天就和
活动室里男女老少十几个人过
了招。

父亲刚开始去活动室的时
候，那里打乒乓球的人见来了一
位拿着球拍、满头白发的大爷，
都很友善地邀请他参加，父亲先
是谦虚了一番，说打得不好，但
可以和大家打几拍。没想到几
轮下来，无一敌手。几个小青年
不服气，轮番上阵，愣是没打赢，
甘拜下风。说到此处，父亲哈哈
大笑，满脸得意。我知道八十岁
高龄的父亲的实力，想必也没吹
牛。嘿，老爹，您的生活能力和
适应能力蛮强的嘛，球技也不错
哦，父亲又得意地笑了。

父亲是县老年乒乓球协会
的资深会员，也是乒协秘书长。
老年乒乓球协会队员不多，只
二三十个，因为共同的爱好，后
来和县乒乓球协会合为一体，球

友一百多人，年龄结构就参差不
齐了，从二三十岁到八十岁都
有。协会里人才济济，球技高超
的大有人在，所以父亲的球技从
最初可以排前十，到后头有更年
轻的人加入以及父亲年龄越来
越大，到现在父亲只能排前二十
左右。我曾戏谑父亲说他现在
被拍到沙滩上了。父亲却很认
真的对我说，任何事物都是发展
变化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人才
辈出是好事儿。曾经有一个国
家级的老年人乒乓球比赛，父亲
因严重超龄而没去成，结果让一
个比他小好几岁球技稍逊色的
队友捧回了奖杯。我笑着对父
亲说，您若年轻几岁，奖杯就是
您的了。我问父亲遗憾不，父亲
说打乒乓球主要是锻炼身体，不
要太过于把输赢看得那么重。
父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宝贵的
生命在于运动”。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从退休到现在父亲一直
坚持每天下午打一个小时左右
的乒乓球，每次打三局就结束，
从不恋战，也不在乎得失，无论
天晴下雨，也无论春夏秋冬，每
天下午，父亲提着我送他的一个
电脑包，走在去老年协会的路
上，周而复始。电脑包里面装着
两把他过八十岁生日时部分学

生集体送他的球拍，他一直宝贝
着，和我弟媳送他的球拍交替使
用。

有一次周末去父母家，正巧
碰上父亲又提着他的包准备去
打球，我说我陪他去，父亲当然
是高兴极了。我来不及回家换
衣服，就从车里拿了一双平底鞋
跟随父亲出发了。

老年协会位于河边，和父亲
一起步行前往。虽然和父母家
住得很近，但这样单独和父亲一
起散步聊天的时候并不多。父
女俩边走边聊，不记得聊了些什
么，但那种陪伴父亲的感觉很温
馨、特别，微风和煦、阳光正好。

乒乓球室位于四楼，楼梯有
点窄，刚容下父女俩并肩而上，
楼梯也有点陡，但父亲却爬得轻
轻松松，一边还和前来锻炼的队
友打招呼，而久不锻炼的我，竟
然有点气喘吁吁。

来到活动室，里面已经有两
三个老人在打球，见父亲进来都
热情地打招呼。父亲把我介绍
给他的队友后就去做准备工作
了。活动室后面的墙面上是一
个光荣榜，光荣榜上贴满了会员
们在各种比赛中获得的荣誉证
书及会员们的照片，属于父亲的
那一栏也贴了好多张奖状，满头
白发的照片在光荣榜上很是显

眼。光荣榜两边写有“宝贵的生
命在于运动，精湛的球艺在于苦
练”的条幅，这是父亲的文笔。

我虽然读书时也爱好乒乓
球，但十年九不打，球技当然在
父亲之下。父亲为了鼓励我，毫
不吝啬对我球技的肯定，我笑着
说父亲是在培养接班人了。才
打几局，我就大汗淋漓，直喊累，
父亲笑着叫我先休息一会，在边
上坐着喝点水，他继续和后头来
的队友酣战。父亲的队友对我
说“跟你爸爸打一局球，还得排
队，老爷子球技好、人品好”。父
亲听到这样的话，谦虚地笑笑，
连连说哪里哪里。

父亲的生活极有规律，也很
有节制，尤其爱运动。每天三次
活动雷打不动，清晨慢跑健身，
午睡起来打球，晚饭后散步，不
管天晴下雨，也不管身处何处，
他总能找到他运动的机会和方
式。

正因为有如此良好的生活
方式，父亲的身体很硬朗健康，
总说自己活一百岁没问题，人家
叫他老大爷他还不服气呢。

有着良好生活习惯和积极
乐观心态的父亲是我的一面镜
子，也是我的榜样。

爱运动的父亲
□谭杰


